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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２００８年 第 ２６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现批准 《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等 １１ 项标准为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并由我部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
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３５４４—２００８）
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０—２００８）
三、羽绒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１—２００８）
四、合成革与人造革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２—２００８）
五、发酵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３—２００８）
六、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４—２００８）
七、提取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５—２００８）
八、中药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６—２００８）
九、生物工程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７—２００８）
十、混装制剂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８—２００８）
十一、制糖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９—２００８）
按有关法律规定，以上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以上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
以上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 （ｂｚ  ｍｅｐ  ｇｏｖ  ｃｎ）查询。
自标准实施之日起，《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 ３５４４—２００１）废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ＧＢ ２１９０５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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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２００８年 第 ２８号

为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经研究决定，自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 日起在太湖流域执行下列国家排放标准
的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以下简称：特别排放限值），标准名称如下：

一、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３５４４—２００８）
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０—２００８）
三、羽绒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１—２００８）
四、合成革与人造革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２—２００８）
五、发酵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３—２００８）
六、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４—２００８）
七、提取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５—２００８）
八、中药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６—２００８）
九、生物工程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７—２００８）
十、混装制剂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８—２００８）
十一、制糖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９０９—２００８）
十二、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 １６８８９—２００８）
十三、杂环类农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１５２３—２００８）
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的太湖流域具体行政区域范围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 日

ＧＢ ２１９０５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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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２００８年 第 ３０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部决定对国家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体系进行调整，设置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根据太湖地区防治污染和保障饮用水安全的需要，经商有关地方和主管部门，我部确定了太湖

流域执行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行政区域范围，现予公布 （见附件）。我部将

在公布相关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时，明确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在太湖流域实施的具体时间。请各

有关方面严格按照实施排放标准的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特此公告。

附件：执行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太湖流域行政区域名单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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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执行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
太湖流域行政区域名单

省 份
城市 （区）

名 称
执行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范围

江苏省

苏州市 全市辖区

无锡市 全市辖区

常州市 全市辖区

镇江市 丹阳市、句容市、丹徒区

南京市 溧水县、高淳县

浙江省

湖州市 全市辖区

嘉兴市 全市辖区

杭州市
杭州市区 （上城区、下城区、拱墅区、江干区、余杭区，西湖区的钱塘江流域

以外区域）、临安市的钱塘江流域以外区域

上海市 青浦区 全部辖区

ＧＢ ２１９０５ ２００８

ⅳ



目 次

前言 ⅵ…………………………………………………………………………………………………………

１ 适用范围 １…………………………………………………………………………………………………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

３ 术语和定义 ２………………………………………………………………………………………………

４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２…………………………………………………………………………………

５ 水污染物监测要求 ４………………………………………………………………………………………

６ 实施与监督 ５………………………………………………………………………………………………

ＧＢ ２１９０５ ２００８

ⅴ



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洋环境保护法》、《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和 《国务院关于

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保护环境，防治污染，促进制药工业生产工艺和污染治理技术的

进步，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提取类制药工业企业水污染物的排放限值、监测和监控要求。为促进区域经济与

环境协调发展，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引导工业生产工艺和污染治理技术的

发展方向，本标准规定了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本标准中的污染物排放浓度均为质量浓度。

提取类制药工业企业排放大气污染物 （含恶臭污染物）、环境噪声适用相应的国家污染物排放标

准，产生固体废物的鉴别、处理和处置适用国家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提取类制药工业企业的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按本标准的规定执行，不再执

行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 ８９７８—１９９６）中的相关规定。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河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ＧＢ ２１９０５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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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提取类制药 （不含中药）企业或生产设施水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提取类制药企业或生产设施的水污染物排放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对提取类制药工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及其投产后的水污染物排放管理。

与提取类制药生产企业生产药物结构相似的兽药生产企业的水污染防治和管理也适用于本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不经过化学修饰或人工合成提取的生化药物、以动植物提取为主的天然药物和海洋

生物提取药物生产企业。本标准不适用于用化学合成、半合成等方法制得的生化基本物质的衍生物或

类似物、菌体及其提取物、动物器官或组织及小动物制剂类药物的生产企业。

本标准适用于法律允许的污染物排放行为。新设立污染源的选址和特殊保护区域内现有污染源的

管理，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标准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适用于企业向环境水体的排放行为。

企业向设置污水处理厂的城镇排水系统排放废水时，其污染物的排放控制要求由企业与城镇污水

处理厂根据其污水处理能力商定或执行相关标准，并报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城镇污水处理厂

应保证排放污染物达到相关排放标准要求。

建设项目拟向设置污水处理厂的城镇排水系统排放废水时，由建设单位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按前款

的规定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

ＧＢ ／ Ｔ ６９２０—１９８６ 水质 ｐＨ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ＧＢ ／ Ｔ ７４７８—１９８７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法

ＧＢ ／ Ｔ ７４７９—１９８７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ＧＢ ／ Ｔ ７４８１—１９８７ 水质 铵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７４８８—１９８７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 （ＢＯＤ５）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ＧＢ ／ Ｔ １１８９３—１９８９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１１８９４—１９８９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１１９０１—１９８９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ＧＢ ／ Ｔ １１９０３—１９８９ 水质 色度的测定

ＧＢ ／ Ｔ １１９１４—１９８９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ＧＢ ／ Ｔ １３１９３—１９９１ 水质 总有机碳 （ＴＯＣ）的测定 非色散红外线吸收法

ＧＢ ／ Ｔ １５４４１—１９９５ 水质 急性毒性的测定 发光细菌法

ＧＢ ／ Ｔ １６４８８—１９９６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 红外光度法

ＨＪ ／ Ｔ ７１—２００１ 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ＨＪ ／ Ｔ １９５—２００５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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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Ｊ ／ Ｔ １９９—２００５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 ／ Ｔ ３９９—２００７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２８ 号）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３９ 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提取类制药

指运用物理的、化学的、生物化学的方法，将生物体中起重要生理作用的各种基本物质经过提

取、分离、纯化等手段制造药物的过程。

３２ 现有企业

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提取类制药企业或生产设施。

３３ 新建企业

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改建和扩建提取类制药工业建设项目。

３４ 排水量

指生产设施或企业向企业法定边界以外排放的废水的量，包括与生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外

排废水 （含厂区生活污水、冷却废水、厂区锅炉和电站排水等）。

３５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指用于核定水污染物排放浓度而规定的生产单位产品的废水排放量上限值。

４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４１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现有企业执行表 １ 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表 １ 现有企业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及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单位：ｍｇ ／ Ｌ （ｐＨ值、色度除外）

序号 污染物项目 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１ ｐＨ值 ６ ～ ９

２ 色度 （稀释倍数） ８０

３ 悬浮物 ７０

４ 五日生化需氧量 （ＢＯＤ５） ３０

５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 １５０

６ 动植物油 １０

７ 氨氮 ２０

８ 总氮 ４０

９ 总磷 １ ０

１０ 总有机碳 ５０

１１ 急性毒性 （ＨｇＣｌ２ 毒性当量） ０ ０７

企业废水总排放口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 （ｍ３ ／ ｔ） ５００ 排水量计量位置与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一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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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起，现有企业执行表 ２ 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４３ 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新建企业执行表 ２ 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表 ２ 新建企业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及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单位：ｍｇ ／ Ｌ （ｐＨ值、色度除外）

序号 污染物项目 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１ ｐＨ值 ６ ～ ９

２ 色度 （稀释倍数） ５０

３ 悬浮物 ５０

４ 五日生化需氧量 （ＢＯＤ５） ２０

５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 １００

６ 动植物油 ５

７ 氨氮 １５

８ 总氮 ３０

９ 总磷 ０ ５

１０ 总有机碳 ３０

１１ 急性毒性 （ＨｇＣｌ２ 毒性当量） ０ ０７

企业废水总排放口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 （ｍ３ ／ ｔ） ５００ 排水量计量位置与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一致

４４ 根据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在国土开发密度较高、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或水环境容量较

小、生态环境脆弱，容易发生严重水环境污染问题而需要采取特别保护措施的地区，应严格控制企业

的污染排放行为，在上述地区的企业执行表 ３ 规定的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执行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地域范围、时间，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规

定。

表 ３ 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单位：ｍｇ ／ Ｌ （ｐＨ值、色度除外）

序号 污染物项目 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１ ｐＨ值 ６ ～ ９

２ 色度 （稀释倍数） ３０

３ 悬浮物 １０

４ 五日生化需氧量 （ＢＯＤ５） １０

５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 ５０

６ 动植物油 ５

７ 氨氮 ５

８ 总氮 １５

９ 总磷 ０ ５

１０ 总有机碳 １５

１１ 急性毒性 （ＨｇＣｌ２毒性当量） ０ ０７

企业废水总排放口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 （ｍ３ ／ ｔ） ５００ 排水量计量位置与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一致

４５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适用于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不高于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的情况。若单位

产品实际排水量超过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须按式 （１）将实测水污染物浓度换算为水污染物基准水
量排放浓度，并以水污染物基准水量排放浓度作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产品产量和排水量统计

周期为一个工作日。

在企业的生产设施同时生产两种以上产品、可适用不同排放控制要求或不同行业国家污染物排放

３

ＧＢ ２１９０５ ２００８



标准，且生产设施产生的污水混合处理排放的情况下，应执行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最严格的浓度限值，

并按式 （１）换算水污染物基准水量排放浓度。

ρ基 ＝
Ｑ总

∑ Ｙｉ·Ｑｉ基
·ρ实 （１）

式中：ρ基———水污染物基准水量排放浓度，ｍｇ ／ Ｌ；

Ｑ总———排水总量，ｍ３；

Ｙｉ———第 ｉ 种产品产量，ｔ；

Ｑｉ基———第 ｉ 种产品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ｍ３ ／ ｔ；

ρ实———实测水污染物排放浓度，ｍｇ ／ Ｌ。

若 Ｑ总 与∑ Ｙｉ·Ｑｉ基的比值小于 １，则以水污染物实测浓度作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

５ 水污染物监测要求

５１ 对企业排放废水的采样应根据监测污染物的种类，在规定的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进行，有废水

处理设施的，应在该设施后监控。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应设置永久性排污口标志。

５２ 新建企业应按照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并与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各地现有企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的

要求由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

５３ 对企业水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的频次、采样时间等要求，按国家有关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

的规定执行。

５４ 企业产品产量的核定，以法定报表为依据。

５５ 对企业排放水污染物浓度的测定采用表 ４ 所列的方法标准。

表 ４ 水污染物浓度测定方法标准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方法标准名称 方法标准编号

１ ｐＨ值 水质 ｐＨ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ＧＢ ／ Ｔ ６９２０—１９８６

２ 色度 水质 色度的测定 ＧＢ ／ Ｔ １１９０３—１９８９

３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ＧＢ ／ Ｔ １１９０１—１９８９

４ 五日生化需氧量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 （ＢＯＤ５）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ＧＢ ／ Ｔ ７４８８—１９８７

５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ＧＢ ／ Ｔ １１９１４—１９８９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ＨＪ ／ Ｔ ３９９—２００７

６ 动植物油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 红外光度法 ＧＢ ／ Ｔ １６４８８—１９９６

７ 氨氮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法 ＧＢ ／ Ｔ ７４７８—１９８７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ＧＢ ／ Ｔ ７４７９—１９８７

水质 铵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７４８１—１９８７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 ／ Ｔ １９５—２００５

８ 总氮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１１８９４—１９８９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 ／ Ｔ １９９—２００５

９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１１８９３—１９８９

１０ 总有机碳
水质 总有机碳 （ＴＯＣ）的测定 非色散红外线吸收法 ＧＢ ／ Ｔ １３１９３—１９９１

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ＨＪ ／ Ｔ ７１—２００１

１１ 急性毒性 水质 急性毒性的测定 发光细菌法 ＧＢ ／ Ｔ １５４４１—１９９５

４

ＧＢ ２１９０５ ２００８



５６ 企业须按照有关法律和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排污状况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

记录。

６ 实施与监督

６１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６２ 在任何情况下，提取类制药生产企业均应遵守本标准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采取必要

措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级环保部门在对企业进行监督性检查时，可以现场即时采样或监

测的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以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在发现企业

耗水或排水量有异常变化的情况下，应核定企业的实际产品产量和排水量，按本标准的规定，换算水

污染物基准水量排放浓度。

５

ＧＢ ２１９０５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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